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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农业期刊的功能开发与拓展

边　书　京
（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４３００７０，武汉）

摘　要　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张使
科技期刊智库、桥梁、转化器的社会功能达到进一步开发与拓

展，在科技推广中扮演裁判、教练、媒人角色，当好“龙头”，培养

新型农民，以技术链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农村技术体，提升我国农业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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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为实现科学发展

和社会和谐的重大战略决策，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共同

愿望和根本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１］。新农村建设首先是发展生产，根本任务在于

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转变传统

的农业增长方式。这就要求能够将实用、高效的科学

技术及时传播到农业生产一线。农业期刊作为农业科

技信息的重要载体，有义务在新一轮的农业发展战略

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当前农业科技期刊却与农村科技

需求存在较多的不协调，必须开发、拓展其功能，实现

其科技价值，创造社会经济效益，发挥好对科学技术第

一生产力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１　农业期刊与农村科技存在的问题

１１　农业期刊品种多，农村发行普及率低　据不完全
统计，农业期刊自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由６５种增加到 ６９２
种［２］，增长了近１０倍，但受专业性、定价、发行模式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期刊种类和发行数量在增长，相

对发行量却呈递减态势［３］。以２００２年全国期刊平均
期印数２万４０６册［４］、农村９亿人口计，每１００人拥有
量仅１．５册，况且有些期刊发行量只有几千册，再除去
非面向农民发行的，期刊普及率其实更低。对于获取

科技信息渠道本不多的农村来说，农业期刊不能普及，

科学技术也难以普及。

１２　农业期刊良莠不齐，农民识别选择难　农业期刊
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编辑的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能力有限。农业期刊兼具理论与实践

知识的双重性，农村侧重应用型专业需求，超越了单纯

文字编辑的职责范畴。虽然农业期刊聘有专业编辑，

但其职能局限于编校等，对内容真伪、技术含量与技术

水平等应用价值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期刊追求“大

而全”或“小而全”，质量把关不严。多数农业期刊内

容包罗万象，似乎什么都有，鱼龙混杂的结果其实等同

于什么都没有。对于大专以上学历不足１％的农村劳
动力人口［５］而言，要在过多、过滥的信息中识别与提

取有用的部分，其难度无疑会很大。

１３　农业期刊拔高学术层次，农民对科技成果和技术
的提取转化慢　科技期刊创办之初，多源于学术交流
的需求［６］，侧重服务于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读者和作

者。这样，虽然能够提升学术水平，但学术性较强的研

究型论文多在“理想”试验状态下完成，与实践必然存

在极大的差距，即使包含了大量的新技术成果与方法，

但对科技素养较低的农民而言，成果与技术的转化、应

用，既困难重重又充满风险，农民可能采取畏难回避的

态度，或者浅尝辄止，甚至全盘否定。这也部分地造成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３０％～４０％）远低于发达国家
（６５％～８５％）的现状［７］，阻滞了以技术变革为动力、以

技术进步为标志的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２　农业期刊的社会功能及其开发与拓展

２１　农业期刊的社会功能　新农村建设需要科技信
息，以科学武装文化素质低的农民，才能消除传统文化

中一些消极、惰性的封闭、传统观念和保守求稳的经世

观念［５］。农业期刊凭借其自身优势，具有无可替代的

特点：１）专业性，农业期刊立足农业科技，涵盖农业领
域所有应用专业。２）合法性，期刊信息是作者合法知
识产权的表现形式。３）真实性，经过专家与编辑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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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审定，科技信息可信度高。４）可追溯性，读者对信
息真伪可进行溯源，对其可操作性可进行追溯校正。

５）长效性，利于保存，重复利用，也便于通过比较推动
技术发展。因此，农业期刊更适应广大农村的需要，在

实现其社会功能上相对比较便利。

首先，农业期刊是一座科技智库，可融入农村，提

供足够的科技支撑，并利于学术性期刊走出长期被公

共事业边缘化、被市场经济边缘化［８］的窘境。在新的

建设时期，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具有强大的需求市

场，以克服农业基础薄、农村设施落后的状态，提升农

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

其次，农业期刊是一座科技桥梁，为农村提供了经

济、便利的科技传播通道。在科技信息的生产、传播、

利用、再生产链条中，期刊作为信息的载体，可以促进

科技信息增值，培育科研队伍和扶持科研新秀，储存和

交流科技新信息，提供科研成果评价依据等［９］。对于

农村市场，农业期刊承载的大量科技成果，为科学技术

研究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架设了便捷的桥梁。

第三，农业期刊也是一座科学技术转化器。面对

农民这一相对特殊的受众，农业期刊还具有一项特殊

的社会功能，即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以科学替换农民的

传统思维、行为习惯，以推广崇尚科学、遵循科学规律

的理念。从长远来看，这应该是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利于培养科技创新型农民，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

化进程。

２２　农业期刊的功能开发与拓展　新时期农业期刊
虽受到网络信息的冲击，但其发行量的下降源于自身，

而非社会需求的淡薄；相反，新农村建设更需要科技期

刊的支撑，这就要求农业期刊进一步开发与拓展其社

会功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首先，农业期刊应建立科技评价体系，扮演裁判角

色，从源头对科技信息进行甄别，提供真实有效的信

息，完善智库功能。新农村建设势头强劲，但农民的科

学素养不可能一步到位。期刊可以借助专家库的优

势，先期优化选择，简化农民的筛选程序，减少被怀疑

的机会，提升农民对新科技的需求欲望。

其次，建立科技辐射区域，扮演教练角色。结合期

刊专业特征，让科技信息有的放矢，建立相关知识领域

与农业区位的紧密联系，如《农村新技术》的西部定

位［１０］。农业期刊还可针对行业、地域差别建设固定的

基站或区域站［１１］，以利于组织系统培训，也有利于提

高期刊的发行量。通过近距离接触，引导农民认识科

学“方法学”［１２］，校正“纯功利型”价值观，消除农民的

认识局限，消除“技术异化”［１３］现象。

第三，农业期刊建立科技生态链条，扮演媒人角

色，为成果嫁接、技术与资源整合、产品与市场衔接牵

线搭桥。在市场化环境中，期刊也必然要走服务市场、

开拓市场、占有市场的发展道路。许多期刊开展送科

技下乡活动，直接瞄准农村这一广阔市场，除宣传之

外，开始主动“做媒”。在新农村建设初期，农村没有

实力对外扩张，期刊拥有了做媒的良好机遇，有条件、

有能力将上、下游的科技信息的供体与受体联系起来，

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３　农业期刊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发展

　　发达国家以网络化、全程化、综合化为特征的农业
信息化，能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拓展农业生产过程和

区域，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１４］。

我国农业信息化也将是必然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尽管农业期刊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也将受到严峻

挑战。目前，在推广应用农业领域研究新发现、前沿技

术新突破及高新技术方面，农业期刊具有价格低廉、流

通方便、更新快捷的优势，并且，以现代网络技术为基

础的数据库，其信息来源大体上还是期刊，期刊才是新

科技信息的最直接、最快速的源头。对于我国广大农

村这一巨大需求市场，期刊具有明显领先优势，有条件

领头占有这一市场，做农村科技信息的“龙头”。

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农业技术，由于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依靠基层政府机构引导难以产生大的效果，而龙

头企业的介入多注重经济效益的快速体现，对科技素

质的培养缺乏长久战略，广播、报纸等媒介专业性又存

在不足；因此，农业期刊集专业人才、信息于一体，才可

能成为新农村科技服务最有利的工具和角色。

新时期农业期刊的科技引领作用需要与时俱进，

做适应性战略调整。

首先，要求编辑具有高度的情报意识，洞悉市场动

态，把握农业科技发展的热点、重点和难点，以提高农

业的科技水平、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和提高农民科技

素质为己任，把定农业发展需求，沟通信息生产者与消

费者的关系，具有将科技作为产品进行开发的意识，将

科技渗透进农业资源与环境、生产与管理、技术与产品

中，实现科技的物化，向资源和财富转化。

其次，拓展专业栏目，结合新的农业发展动态，增

强农民亟需的科技知识的宣传。如《北京农业》开辟

《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专栏［１５］，或《长江蔬菜》的

专题策划［１６］，还有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环保等的科技

创新理念与技术推广应用，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农民，以技术链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带动农村开发节

水、节地、节能技术和绿色农业技术，形成与发展要求

相适应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技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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